
心理诱导 , 缓解他们的不良心理 , 使其顺利逾过术前心理不

良阶段 , 能够在最佳的心理状态下接受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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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交通警察职业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Investigation on the status of occupational health in traffic policemen of Qingda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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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根据对交通警察的职业与环境健康调查资料 , 分
析探讨外勤人员工作环境 (污染 、 气象条件等)、 负荷 、 心理

及人类工效学等职业危害因素对健康的损害和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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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 2004年青岛市在岗交通警察职业环境健康调查

资料 , 并进行分析整理 , 以探讨交警职业健康状况以及职业

病危害因素和预防控制措施。

1　对象与方法

交通警察的工作分为内勤和外勤。我们认为交警外勤人

员面临较为严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 给健康带来一定的损害 ,

因此以外勤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以内勤人员作为对照。本次共

调查内外勤男性交警687名 , 其中外勤人员446 名 , 平均年龄33

岁;内勤人员 241 名 ,平均年龄 38 岁 , 大专以上学历占 90.51%。

2　结果

2.1　交通警察超时工作比较普遍　交通警察日常工作时间与

超时工作情况分析显示 , 外勤人员超时工作明显多于内勤人

员 , 外勤人员综合工作时间超时占54.82% (室外值勤每日工

作时间超过 8 h 者占 16.49%), 内勤人员超时工作者占

46.54%。

2.2　交通警察常见躯体不适及疾病　本次调查表明 , 交通警

察存在的职业健康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有咳嗽 、

咳痰 、 胸闷 、 气短等呼吸系统症状的人数增加;(2)眼部充

血 、 流泪 、 过敏性鼻炎及听力下降等症状检出率也明显高于

内勤人员;外勤人员出现乏力 、 头昏 、 头痛 、 多汗 、 记忆力

减退 、 自觉易怒 、 关节疼痛 、 听力受损等症状也比内勤人员

普遍。见表 1。

3　讨论

调查表明 , 职业环境因素 、工作性质和负荷等因素 ,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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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交警自觉症状 、 躯体不适分析

不适症状
　　 　外勤人员　 　　 　 　　内勤人员　　 　

人数 % 人数 %

眼部流泪 106 23.77 42 17.43

听力受损 135 30.27 31 12.86

疲乏 188 42.15 66 27.39

嗜睡 156 34.98 54 22.41

易怒 124 27.80 41 17.01

关节疼痛 127 28.48 36 14.94

交警外勤人员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不利影响。主要不良因素包

括[ 1 , 2] :(1)长时间在露天工作 , 高 、 低温和异常气象条件 、

噪声振动等;(2)结合环保部门的环境资料分析 , 工作环境

中化学物污染 , 大气中有害气体 、 汽车尾气和粉尘等;(3)

工作性质 , 如超时执勤 , 长时间强迫体位 , 注意力高度集中;

(4)社会心理因素 , 人们对交警工作的偏见 , 使他们在婚恋

家庭方面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

为了有效保护交警的身心健康 , 首先要加强职业安全卫

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 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应激

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 不吸烟 、 少饮酒 、 少熬夜 , 注

意营养 , 加强体育锻炼。采取有效的职业危害防控措施;要

建立保护交警健康的合理工作机制 , 减少超负荷工作强度和

频度 , 落实职业安全卫生防护措施;还要加强对交警的职业

健康监护 , 定期组织体检 , 建立完善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

对不适合交警外勤工作的人员转岗安置;缓解交警的心理疲

劳 、 情感不良 , 适当安排休闲娱乐活动 , 增加他们与广大市

民沟通的机会 , 缓解心理压力。

此外 , 加强环境污染的治理 , 控制噪声 , 改善环境和道

路状况是解决交警职业危害的根本保证 , 也是保护广大人民

健康 、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 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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